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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黔东南红色文化融入高职思政课实践教学的意义
1.1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
将黔东南红色文化与当地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有机结合,

不仅能让学生更多的了解当地民族特色和文化，深刻理解当地民
族精神；还能有效引导学生正确了解当地红色文化的意蕴，促
进学生树立正确的民族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贵
州是红军长征过程中停留时间最长的一个省，而黔东南也是红军
经过的重要地区之一，红军在此留下了宝贵的红色精神,它与遍
布全国各地红色历史文化资源一脉同源,但又保留了自身独特文化
气息,它一直是当地高职院校进行德育教育以及学生培育崇高理想
和坚定信念的重要支撑。

1.2是增强文化认同感与教学感染力的重要教学资源
黔东南当地的高职院校生源大多数是来自省内，他们对自己

的家乡具有相当程度的自省和自豪感，但是由于自身理论知识比
较浅薄，以及现实实践能力不足，对于本身的文化还存在一定
的不自信，将黔东南红色文化渗透于学生思想政理论课，能激发
学生对当地的民族文化以及红色文化产生自豪感和积极探索的兴
趣。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中，要提高课堂实践教学环节比
例，带领学生一起参加黔东南当地红色遗址，如凯里党史陈列馆、
黎平会议、榕江红七军党史陈列馆等，讲述身边的红色故事，引
导学生对将过往的艰辛但辉煌的历史与现实生活相结合，积极反
思自身的行为与思想是否与时代相符合，自身能否像当年的革命
先辈一样担当起时代的大任。通过这种极具动态性与深度根植性
的德育体验活动，不仅能有效增强学生红色历史认知和道德建设，
还能激发学生对红色革命精神的认同感，更多的是使高职院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更加生动和具备深刻说服力。

2  黔东南红色文化融入高职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困境
2.1学生缺乏学习兴趣
第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广大高职院校学生对黔东南独特的红色

文化知之甚少。进入21世纪的高职学生大多数是00后,他们从小
接触的是现代文化,由于时代特征与学生自身的主观因素，学生对
老一辈的革命精神以及红色革命精神缺乏较为深刻的理解和体验，
对过去文化的学习意识淡薄。其次,学生教育受到了多元教育文化
的严重冲击，说教、灌输的各种形式,使黔东南红色文化以高高在
上、冷冰冰的形象存在于学生心中,难以真正引起广大学生的认同。

2.2师资力量薄弱
近年来，国家对职业教育的重视不断增强，高职院校不断扩

大了招生量，大量学生涌入高职院校，导致学校专职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师与学生配备比例严重不足,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活动覆盖
面有限。

高职院校中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师资队伍力量严重不足,思政教
师大多长期承担着繁重的教研教学任务,无法正常组织教育实践活
动教学。大多数辅导员因为缺乏有关社会学基础理论,学生日常
的思想政治实践中缺乏相关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的引导，对黔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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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黔东南地区红色文化是高职院校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实践活动教学的宝贵资源,对学生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提高实践教学效果等都具有重要应用价值。但在教学开展过程中仍然会受到诸多不利因素的严重制约。充分利用网络教育资
源,加强高职课堂红色实践活动教学,打造校园文化,丰富高职学校红色实践活动教学，推进校外红色实践活动是推动黔东南红色文化
与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有效融合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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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的认识仅仅停留在表面认识，未能深刻理解其深刻含义
及对时代的启示。由此，黔东南红色文化与当地高职院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的融合效果甚微。

3  黔东南红色文化融入高职思政课实践教学的路径
3.1 利用网络资源，推进黔东南红色文化融入课堂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在网络平台上通过搭建大型虚拟实

践教学场景,以先进现代技术手段将红军在黔东南地区的活动路线
及生活再现于学生眼前，不仅增强了教学的时代感和吸引力，
还能将黔东南红色文化以立体形式刻画于学生脑海，促进学生对
黔东南红色文化的反思。网络教学具有实时传递声、光、影的
多种功能,给师生之间带来强烈的视觉和听觉冲击,以现实的教学
情境增强师生互动，和教学体验感。通过网络平台实施视觉情
景教学，能有效弥补上述因素带来的缺陷，促进黔东南红色文
化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活动根植学生思想。

3.2以独特的校园文化推进黔东南红色文化融入教学实践
校园文化教育是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活动的重要教

育载体,以高职院校自身文化作为基础，深入探究黔东南红色文
化，将其与学校自身独特的校园文化融合。如黔东南当地的贵州
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以三线军工文化为自身校园文化，其与红
色文化有多个方面的锲合度，该学校已研究自身校园文化多年，
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在课堂实践活动中，学生具有极大的
兴趣和高度认同感，将将黔东南红色文化与三线军工文化相结合，
是弘扬黔东南红色文化的一条重要途径。由此，应积极积极构建
弘扬红色文化的校园品牌教育活动,将黔东南红色文化的精髓渗透
到广大学生的学习和实际生活中。

4  结语
黔东南红色文化是高职院校实施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和

学生德育活动的重要教学资源，对高职院校学生坚定理想信念、
培养爱国主义精神、增强道德品质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将
黔东南红色文化融入当地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堂，不仅能
增强课堂教学体验感，改善学生对思想政理论课的认知；还能
扩宽黔东南红色文化的传播途径。更多的是将红色精神与学生
现实生活相结合，促进学生对现实生活的反思，带动现实实践
行为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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